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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主题&目标

• 论坛主题

把脉学校智库发展思路，探讨特色发展道路，提升服务区域能力

• 论坛目的

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性问题，明确学校智库建设目标定位，

探讨智库特色发展道路，提升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水平，增强学校社会服务的竞

争力和影响力，为国家、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“石大智慧”，

发出“石大声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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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日程

时间：2022.11.26 地点：办公楼1416 腾讯会议：940-681-4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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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开幕式

时间： 08:30-09:00

地点： 办公楼1416

主持： 金玉洁 文科建设处副处长

1.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副校长周鹏致辞

2. 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揭牌仪式

3. 能源经济与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王辉介绍基地建设情况

嘉宾报告（每人50分钟）

主题1：智库评价系列报告（09:00-11:50）

主持： 金玉洁 文科建设处副处长

演讲嘉宾及主题

1.李刚
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 主任、首席专家

报告主题：新型智库核心能力建设

茶歇（09:50-10:00）

2.胡薇
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 主任

报告主题：从人才建设角度看高校智库未来发展路径

3.唐涛
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 副主任

报告主题：智库国际化建设的经验与思路

论坛小结（11:40-11:50）

午休（12:00-14: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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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宾报告（每人50分钟）

主题2：智库建设与传播系列报告（14:00-15:40）

主持： 王军教授 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

演讲嘉宾及主题

1.姜铁英
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院 副院长

报告主题：全媒体时代的智库传播实践策略

2.高志凯
全球化智库 副主任

报告主题：中国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智库国际话语权塑造

茶歇（15:40-15:50）

主题3：智库服务区域能力系列报告（15:50-17:45）

主持人： 毛浩然教授 外国语学院院长

演讲嘉宾及主题

1.庞中英
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交叉学科博士生导师

报告主题：新的全球化和“中国式现代化”——高校智库的作用

2.周湘智
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、智库办主任

报告主题：智库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定位与担当

3.李海亮
“政眼通”平台创始人，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众创平台技术负责人

报告主题：智库研究政策分析检索工具使用方法

论坛总结（17:45-18:00）

论坛日程

时间：2022.11.26 地点：办公楼1416 腾讯会议：940-681-4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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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介绍
（排名依据报告顺序）

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、首席专家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、

博导，《智库理论与实践》副主编，南京大学出版社“南大智库文丛”主编，江

苏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负责；江苏

紫金文化英才；2013年至2014年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信息学院研究

员，多次赴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奥地利、瑞士等国开展智库交流。研究方向包

括：智库评价理论与方法、社会科学评价、信息系统与数据库、图书情报与档案

管理等。主持开发了我国第一个聚合智库搜索、智库数据管理和智库评价功能三

位一体的“中国智库索引”系统（CTTI），是“中国智库治理论坛”的联合创始

人之一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

究”的首席专家，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等各类项目

40余项。在《光明日报智库版》、《中国图书馆学报》、《智库理论与实践》等

权威媒体和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，并出版专著和译著16部。

李刚 教授

南 京 大 学

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机构与智库评价研究室主任、副研究员，日本法学博士,

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学博士后。2014年开始主要从事国内外智库建设

与智库评价的相关研究工作，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撰写

完成学术专著《日本智库研究：经验与借鉴》、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年度规划项

目“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”，作为执行负责人和执笔人参与完成了多

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，包括由中国研究机构推出的首份《全球智库评价报告》

和国家标准《人文社会科学智库评价指标体系》（GB/T 40106-2021）；国家社

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成果“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估指标体系”已应用于国家

高端智库的评估与建设工作中；“全国政协协商议政质量评价标准和方法”在全

国政协工作中执行效果良好，荣获感谢信；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“全球

智库评价研究”（2015年和2019年）、“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”（2017年和

2021年）、“中国智库成果与人才评价”（2018年）等相关研究成果多次荣获

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年度重大科研成果奖。提交多篇内参要报，并两次荣获

省部级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三等奖。

胡薇 主任

中国社会科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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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（负责人），副研究员，管理学博士，先后

在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、中宣部舆情局、上海社科院党政办公室工作。主要从

事智库建设、智库动态数据库、信息社会理论研究，负责《上海新智库专报》编

辑部工作。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、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以及各级各类

横向课题20多项，撰写和主编著作5本，发表论文和专报数十篇，撰写的部分专

报被中央领导和上海市领导批示。

唐涛 副主任

上海社会科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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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铁英 副院长

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院

新华社瞭望智库研究院副院⻓、新华社国家⾼端智库研究员，主任编辑。2009年

进入新华社工作，先后任海南分社记者、大马士革分社记者、巴库（阿塞拜疆）

分社负责人、新华网移动传播项目终审发稿人。主要研究领域为“一带一路”倡

议及对外传播、中国周边及中东地区安全问题。曾先后赴叙利亚、乌克兰、俄罗

斯等数十个国家采访调研，完成各类新闻稿件超过25万字。先后主持、参加国家

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《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外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》，国家高

端智库重点课题《共同富裕理论与政策研究》、《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与理念传

播》、《美西方对华舆论战》、《“一带一路”外宣实效性研究》、《“智库+

外宣”机制研究》等十余项国家级、省部级课题，十余篇课题成果获国家领导同

志批示。主要研究成果：《解码之江实验室——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下的之江

探索》2022年9月瞭望智库；《共同富裕理论与政策研究》2021年8月新华社专

题调研报告(国家高端智库研究报告)；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研究》2021年7

月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研究报告；《浙江南浔建设共同富裕示范样本观察报告》

2021年6月瞭望智库。

高志凯 副主任

全球化智库（CCG）

全球化智库（CCG）副主任，耶鲁法学博士，国际燃气联盟(IGU)/世界燃气大会

（WGC）2021-2024国家组织委员会当选主席；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；北斗

产业促进会副会长；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；香港OBOR集团董事长；北京能源俱

乐部会员；总部在纽约的亚洲协会（Asia Society）全球理事会理事；总部在伦

敦的能源情报集团（EIG）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；沙特阿美公司顾问；香港若干

家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；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；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

委员会（PECC）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常务理事；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评论员。

专家介绍
（排名依据报告顺序）

2022智库建设暨特色发展论坛



北京大学法学博士、南开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、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硕士，教授，

现任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交叉学科博士生导师。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

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。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创始

院长。曾在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澳门科技大学任教授、博士生

导师。现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、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。曾任美国布鲁金

斯学会访问研究员、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客座教授、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访问高级

研究员。曾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二等秘书。主要研究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以及外交

问题。出版的代表性著作（专著、论文、编著、译著，包括在国际学术期刊和论

文集发表的英文论文）：《权力与财富：经济民族主义研究》、《地区主义与民

族主义》、《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》、《全球治理》、《中国与亚洲》、

《中国与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》、《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》、《全球化、社会变

化与中国外交》、《外交理论与实践》、《加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》、

《中非关系与中西关系》、《中国的外交力量》等。国际 /外交问题专栏作者，

英国《全球化》季刊和美国《国家利益》双月刊等学术期刊的国际编辑委员。

庞中英 教授

中国海洋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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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社会科学院（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）文献信息中心主任、智库办

主任、湖南省智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、《决策参考·湖南智库成果专报》执行副

主编、研究员；首届中国智库创新人才、湖南省智库领军人才、湖南省121创新

人才、湖南省“五个一批”人才。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科学社会主义》

《图书情报工作》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；主持国省社科项目15项，各类规划项

目30余项；创立咨政报告写作“万能十七条”；著有《中国智库建设行动逻辑》；

获中宣部、文旅部优秀成果奖各1项；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、特别奖各1项，多

份报告获中央领导同志、省委书记、省长等批示肯定，两次获全省宣传文化系统

调研报告一等奖，先后应邀到中国科学院、浙江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安

徽省委宣传部、国防科技大学、中南大学、省委党校等地做百余场智库报告写作

与智库运营讲座。

周湘智 主任

湖南省社会科学院

专家介绍
（排名依据报告顺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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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简介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，是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和开展

“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”建设并建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。学校还是教育部和五大能源企业

集团公司、教育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校，是石油石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，被誉

为“石油科技、管理人才的摇篮”，现已成为一所以工为主、石油石化特色鲜明、多学科协调发

展的大学。2017年、2022年均进入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行列。

追溯学校历史，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石油资源，石油工业发展急需专

业人才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为基础，汇聚北京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大连工学院

等著名高校的相关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，组建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——北京石油学

院，隶属燃料工业部，是当时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之一。1960年10月，学校被确定为全国重点高

校。1969年，学校迁至胜利油田所在地——山东东营，更名为华东石油学院。1981年6月在北京石

油学院原校址内成立研究生部。1988年，学校更名为石油大学，逐步形成山东、北京两地办学格

局。1997年，石油大学正式进入国家“211工程”首批重点建设高校行列。2000年，石油大学由中

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划归教育部。2000年6月，经教育部批准，学校成立研究生院。2003年10月，

教育部与国家四大石油公司签署共建石油大学协议。2004年8月，教育部批准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立

项建设青岛校区。2005年1月，学校更名为中国石油大学。2005年8月，教育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

签署共建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协议。2006年10月，学校以“优秀”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

作水平评估。2010年，学校成为国家首批实施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的61所试点高校之一

和承担国家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”的32家部属高校之一。2014年4月，教育部

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、神华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、陕西延长石油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大能源企业集团公司签署共建中国石油大学协议。

2018年12月，教育部、山东省人民政府重点共建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。2021年，经教育部批准，

东营校区调整为东营科教园区，办学主校区调整到青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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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总占地面积5000余亩，建筑面积130余万平方米，发展形成了“两校区一园区”（青岛唐

岛湾校区、古镇口校区以及东营科教园区）的办学格局。青岛两校区地处迷人的帆船之都、海滨

之城，享有极高美誉的青岛，东营科教园区地处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、生态之城、石油之城—

—山东东营，“两校区一园区”均位于“蓝黄”两大国家战略重点区域，同时青岛两校区还处于

2014年新设立的国家级新区——青岛西海岸新区。学校建有研究生院，有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，

石油工程学院，化学化工学院，机电工程学院，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，石

大山能新能源学院，海洋与空间信息学院，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，青岛软件学院、计算机科学与

技术学院，理学院，经济管理学院，外国语学院，文法学院，马克思主义学院，体育教学部等16

个教学学院（部），以及荟萃学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远程教育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。

学科专业覆盖石油石化工业的各个领域，石油主干学科总体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。有14个

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3个博士学位授权自主设置二级学科，9个博士授权自主设置交叉学科，2

种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，3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，1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，15种硕士专

业学位授权类别，59个本科招生专业，11个博士后流动站。拥有矿产普查与勘探、油气井工程、

油气田开发工程、化学工艺、油气储运工程等5个国家重点学科，以及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、工业

催化等2个国家重点（培育）学科。工程学、化学、材料科学、地球科学、计算机科学、环境与生

态学、社会科学总论等7个学科领域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%，其中工程学进入ESI全球学科排名

前1‰。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、石油与天然气工程2个一级学科入选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计划。地

质资源与地质工程、石油与天然气工程、化学工程与技术、安全科学与工程、地质学、地球物理

学等6个一级学科进入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全国前十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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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教育体系完备，各类教育层次结构合理，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近18900人、研究生9400

余人，留学生970余人。建校以来，学校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，着力打造人才培养质量

品牌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。从广大校友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，走出了30位两院院士以及一

大批石油石化行业领军人物和工程技术骨干。自国家实行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政策以来，毕业生

就业率连续27年保持在90%以上，2004年被国务院授予“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”荣誉称号，2011

年入选50所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，2019年入选“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”。

学校拥有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。现有教师1700

余人，其中教授、副教授1100余人，博士生导师329人。有两院院士8人（含双聘），国家“万人

计划”科技创新领军人才6人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3人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人，“973

计划”项目首席科学家1人，国家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入选者13人；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6人，

长江学者青年学者5人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人，“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入选者

22人，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4人，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、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及青

年教师奖获得者11人；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专家5人，泰山学者特聘专家15人，泰山学者青年专家25

人；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8人；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5人。国家“万

人计划”教学名师2人，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人，省级教学名师14人，全国模范教师4人，全

国优秀教师2人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1个，教育部创新团队3个，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

2个，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1个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，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，

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，山东省教学团队11个。

学校是石油石化行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，在基础理论研究、应用研究等方面具有较强实力，

在10多个研究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。现有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、海洋物探及勘

探开发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、油气加工新技术教育部工程

研究中心、石油石化新型装备与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34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平台。

学校坚持开放办学，不断拓展社会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，与国内60多家地方政府、大型企事

业单位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。学校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，已与美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

英国、俄罗斯等4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所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实质合作交流关系。聘请了

百余名著名专家、知名人士为我校兼职教授、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。近年来，国际合作交流项目

逐步增加，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。

建校近70年来，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，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。在新的历史时

期，学校坚持特色发展、内涵发展、高质量发展，正向着“中国特色能源领域世界一流大学”的

办学目标奋力迈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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